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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消息称，为纪念曹雪芹逝世 !"#周年，北
京市有关单位将启动曹雪芹西山故里复原项目，还原
《红楼梦》 的创作场景。日前，我们来到位于北京西郊
的植物园黄叶村，一探曹雪芹西山故里的究竟。

打造旗营式建筑文化地标

穿过北京植物园的花花草草和成荫绿树，我们来到
曹雪芹纪念馆门口。门前三棵古槐枝繁叶茂，游人在树
下乘凉小憩，“莫摇分碎影，好梦正初长”，如此幽静
引人无限遐想。

迈上平缓的石阶，跨过低矮的门槛，我们置身于一
个整洁的长方形院落中。几间灰砖合瓦的清式平房出现
在我们面前，据说曹雪芹晚年就居住在这里。经过几次
修缮，这些建筑的传统风貌已不那么明显，但岁月却挡
不住它们透出的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法国有巴尔

扎克、雨果，我国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也产生了很多文学
巨匠，但能全面反映和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曹
雪芹莫属”，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曹雪芹纪念馆老
馆长李明新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曹雪芹西山故里的复
原，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据悉，此次曹雪芹西山故里复原项目 $月份启动，将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百姓传说故事等，采用档房、更房、大
小学房、马号、关帝庙、谢草池、碉楼、箭场等文化元素，恢
复曹雪芹生活时期活态的旗营式社会场景。
“通过充分利用周围的清代旗营文化、寺庙佛教文

化、西山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希望把曹雪芹
西山故里打造成一个文化地标，让民族文化的精髓能得
到传承和传播。”李明新表示。

让游客在体验中走近曹雪芹

在曹雪芹纪念馆馆员樊志斌的指引下，我们来到纪
念馆的后院。最右边的一间展室中，手提毛笔、坐于青石、
双目微闭的曹雪芹塑像伫立于正中央，我们仿佛看到了
当年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红楼梦》的情景。
墙壁上一幅幅精致的图片、一段段精彩的文字，让我们进
一步了解了曹雪芹从“百年望族”、“温柔富贵乡”到“满径
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坎坷身世经历。

来自山东烟台大学的游客王清向我们说道：“虽然
墙上的文字介绍很详细，但总觉得枯燥，很难耐着性子
从头到尾看完。”

对此，樊志斌表示，曹雪芹西山故里复原项目或将
设计一系列比较高雅的互动活动，如让游客充当群众演
员，模仿古人，穿上长袍、绾起发髻，去茶馆聊天，去
作坊里抄书等，做满群众演员一天还可以换取在曹雪芹
故里居住一晚等各种奖励。
“如今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单纯展览

已不解渴，游客渴望参与进来，有生活式的体验，因此
在复原的时候，我们会增设一些新的、互动性强的游览
形式。”樊志斌说。

“大师路”通向大师的精神世界

出曹雪芹纪念馆，沿着一条小道向山后走去，没走多
久，我们就看到一块石碑。“……曹雪芹在香山生活居住期
间，由于生活所迫，经常通过山间小道到白家疃村……”碑
上的字迹将“曹雪芹小道”的由来向我们娓娓道来。

路边的灌木很茂盛，橘黄色的余晖洒落在小道上，而
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书香。我们走在这样的路上，当年曹
雪芹穿梭于林间、玩赏山间草木异石的景象跃然眼前。小
道上的很多景物，如石上松、元宝石、圆通寺、黛石、灵芝
草等，都曾成为《红楼梦》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原型。

据介绍，“曹雪芹小道”恢复后，长达 %公里，将
把山前的曹雪芹纪念馆和山后的白家疃村连成一个联动
兼容的整体，途经东沟村、卧佛寺、樱桃沟、三炷香等
地点以及清代引水石渠、碉楼、古井、圆通寺、五华寺
等十余处历史文化遗迹。
“这条‘大师路’将带我们探寻曹雪芹笔下的‘红楼

梦’，走进大师的精神世界。曹雪芹代表的是一种大爱和真
性情，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精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
度。”李明新谈到，通过以上措施，原汁原味的曹雪芹时代
将变得可观可感，给游客带来的体验也更直观、更深刻。
“希望能在西山给曹雪芹安个‘家’，让大家在他的家里、在
体验和感悟他的生活中完成旅游，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
道：北京的曹雪芹，世界的《红楼梦》。”李明新说。

题图为曹雪芹西山故里。 来自百度

湖北省首家“中国景观村落”漫云村，藏身于湖北省襄阳市境内南漳县
巡检镇、肖堰镇、板桥镇交汇处，被穿行在莽莽荆山褶皱峡谷间的小漳河，
及其所承接的支流东林河、中林河、西林河一脉水流天然划割。

据考证，&##年前，这里曾是一个繁华的山镇。目前方圆 !'" 公里
范围内，仍完整保留着 !## 年以上的古墓 (! 座，)## 多年的古街道 (

条，&##余年的古民居 %栋、古树 (棵、古造纸作坊遗迹 &处，唐朝时
期的古山寨 )座。古时的学堂、商铺、药号等民用设施应有尽有。

被当地人称作“花屋”的古民居，是漫云最具特色的保存完整的古
民居建筑，它坐南朝北，与古街遥遥相望。大门外有 %步台阶，上了台
阶，有凸出主墙外前倾 ("度的巍峨气派门楼，青砖砌就，门上方有莲
花状一对门当。移步大门，即是厅屋，两侧立有粗大圆形木柱，柱下垫
有精制石质鼓儿墩，镌刻有双喜字样，预示着喜气盈门。穿过厅屋，是
一四合天井院落，蓝天流云飞鸟抬头可见。居中是堂屋，两边为厢房。
“花屋”分为上下二层，落差有 $步台阶，大小房间计 !#余间。

在“花屋”右侧外 (#米处有一古老皂角树，古树根系发达，树根
暴突出地面，粗约 (米，似龙爪嵌入大地。大树的根部生长着两盘巨大
的木灵芝，呈紫红色。皂角树胸围需 )人合抱，枝繁叶茂，高近 &#米，
伞盖蔽日，甚为壮观。古树掩衬下的“花屋”，成为漫云最经典的景观。
从古皂角树旁顺石级而下，行走 "##米便可以到漳河岸边。在路上，便
已听到流水的声音。河水清澈见底，青山倒映水中，小鱼悠然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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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前些年，徐州给外人的印象是座“煤城”。煤炭一度是徐州重

要的经济支柱，采矿区留下了大片低矮的棚户区，空气也总是灰蒙

蒙的。“进了徐州城，一天二两土。白天没吃够，晚上接着补。”

这句徐州人的自我调侃，多少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景。市内虽然也

有风景秀美的云龙山与云龙湖，但就这样被掩盖了光彩。

这种印象，在从高铁站驱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就被颠覆了。路两

旁成排的树木扑到眼前，摇开车窗，空气中带着南方的湿润。如

今，这座昔日煤城有了新身份：“山水宜居新城”、“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名气越来越大，去年共吸引海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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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野三坡》复演
漫 云：景观村落看景观

肖 棣

绿景
城市重新“显山露水”

曹斌是地道的徐州人，去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徐州工
作。说起这几年徐州最大的变化，曹斌毫不犹豫地说：
“城里的绿色更多了。”

曹斌工作的地方位于新城区，距离单位 " 分钟车程
就有一片绿地和一片名为大龙湖的水域。“天气好的时
候，我们几个同事便会相约在午休时来大龙湖散步。”在
成片的草地中间，泛着粼粼波光的湖面犹如一面硕大的
镜子。尽管下午的阳光正强，走近水边依然能感受到丝
丝凉意。曹斌告诉我，大龙湖已被列入“彭城新十景”。

!##+ 年，徐州快哉亭公园第一个拆除院墙 ,云龙公
园、九龙湖公园等一大批老旧公园纷纷敞园迎客。此后,

新建的公园也都不再建围墙，市民可以自由进入，这被
称为“破墙透绿”工程。此外，主城区还开展了“见缝
插绿”、“连片泼绿”工程。据统计，"年来，徐州共新
建道路绿化带、街头绿地和开放公园绿地总面积达 (+万
亩。在荒石山上，徐州则通过用钢钎开凿树坑的方式种
树。原本光秃秃的山头重新绿了起来。“现在，在主城
区，平均每 "##米就有一片公共绿地。”曹斌说。越来越
多的市民开始喜欢走出家门，走进这些“城市会客厅”。
如今，徐州的城市绿化覆盖率从解放初的 (-增加到了
&!-，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城市。徐州市区共有 % 大湖
泊，%!座山峦，形成了山包城、城环山、湖光山色的景
观。曾经被遮蔽的山水重又成为城市的突出景观。

云龙湖被称为杭州西湖的姊妹湖，面积比西湖略大。
在云龙湖珠山景区内建有一条长 (&. 米的“沉水廊道”，
据介绍，它是目前全国最长最大的沉水廊道。廊道分为
南北两边，中间由湖中仙岛连接，南廊道 ..米，北廊道
+#米。从岸边望去，整个廊道沉没于水中，只能看到廊
道的顶部。走进廊道，却是别有洞天。经过净化系统处
理的湖水与我们只有一面玻璃之隔，透过它不仅能够看
到水生物，还能看到小鱼穿梭游动，让人不禁想要亲近。
徐州市旅游局市场促进处的赵会勇介绍，沉水廊道最大

的亮点就
是利用了
云龙湖原
生态的资
源，湖中
的小 岛 、
岸边的树
林经过改
造后，有机结
合在一起，形
成了新景观。
目前，云龙湖
景区正在积极
申报国家 "*级景区。

古色

主打汉文化彭祖文化牌

打开地图，徐州的山水大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南
有云龙山，冈峦起伏，九节连环，状如威龙腾空；其东
有泰山 （原名虎山，非五岳之泰山） 雄踞，头向东北，
尾向西南，如一只下山猛虎；再东有凤凰山，与云龙山
遥遥相对；在这几座山的西面便是云龙湖。徐州流传着
“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说法。

作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徐州成为两汉文化
的发源地。在徐州市区东部的汉文化景区里，分列着狮
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汉画像石三个博物馆，是全国
最大的以汉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公园，也是徐州区域内两
汉遗风最浓郁的汉文化保护基地。

($.&年，在徐州东郊的狮子山西麓，发现了 &###余
件西汉彩绘兵马俑。这支充当古代帝王地下守卫军阵的
汉兵马俑的出土，意味着海拔仅有 +(米的狮子山必然隐
藏着一座宏大的王陵。此后的 + 年间，考古人员进行了
) 次规模浩大的找墓工作，最终，从当地农民无意间说
的一句“山上以前有家老房子里有个红芋窖”中，发现
了线索。狮子山山上积土不厚，如果有地窖，那么这个
地方积土层必定很深，很有可能就是“墓土”。一个轰动
世界的地下宝藏徐徐揭开神秘面纱。经考证，该陵墓的主

人是楚王刘戊。整座陵墓呈南北中轴线对称式建筑布局，
包括庖厨间、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
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小墓室 (!间。从该
陵墓中发掘的一件玉龙，被徐州博物馆当作馆标。
“文化是徐州旅游的王牌，这其中尤以汉文化最可宝

贵。尽管距今已 !### 多年，但它依然散发着无比的魅
力。”徐州市旅游局局长雒永信说，除了汉文化，彭祖文化
是另一个值得推崇的古文化。徐州的古称“彭城”得名
于彭祖。相传 &###多年前，尧帝封彭祖为大彭氏国的
国君，建都于彭城。彭祖寿高 .##岁，被推为中国烹饪
与养生的鼻祖。今天，在徐州还依然能找到彭祖园、彭
祖祠、彭祖井等古迹。据考证，“鲜”字正是源自于彭祖
的鱼羊宴。徐州的饮食继承了大彭古风，时至今日，爱
吃羊肉仍是徐州人饮食的一大特色。

在徐州采访期间，正逢“伏羊节”。夜晚走在街
头，各式售卖羊肉制品的小吃摊位前总是
聚集着许多人。伏羊节从每年入伏之季，
即初伏之日开始，持续 ( 个月。在此期
间，徐州的各个酒店、饭庄以及专门的羊
肉馆、烧烤摊都会售卖羊肉，人们吃羊
肉，喝羊肉汤，称为吃伏羊，以达到排汗
排毒的效果。“我们正积极推动，希望伏
羊节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打算结
合养生旅游的新形态深入挖掘彭祖文化。”
雒永信介绍说。

科技

旅游的另一只翅膀

“江苏发展旅游离不开文化与科技这
两只翅膀。”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的这
句话给雒永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任徐
州市旅游局局长的一年多来，雒永信也正

推动着徐州旅游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无论是汉兵马俑还是汉画像石，距今年代久远，如

何让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好地感受到它们深厚的文
化魅力，一直以来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雒永信坦
言，古老的文化常常让人觉得沉重。“在古老的文化中
融入现代科技，让游客在轻松的环境下感受文化、喜爱
文化，从而传播文化，这样的旅游才更吸引人。”

这样的实践已经在汉画像石博物馆进行。在“大汉
万象”展厅里，长 (!米、宽 )米的大环幕上正播放着以
汉画像石图案为素材制作的短片，这也是国内首部“汉
画动漫”。汉画像石上的形象一下子生动起来，车马迎宾
的、作战的、跳长袖舞的……参观的孩子欢呼雀跃。尽
管只有 !分钟左右，汉画像石上的内容却深刻地印在脑
海中。“今后，这样的创新还会陆续出现在汉墓、汉兵
马俑等景区。”雒永信说。
“如果说在汉文化景区中融入现代科技是一种‘嫁接

实验’，那么，新开业不久的徐州乐园则可算是为徐州旅
游注入了全新血液。”雒永信介绍，去年开业的徐州乐园
一期工程加勒比水世界，当天即吸引了本市及周边淮北、
宿迁、连云港等地的游客前来，开业&"天共接待游客)#

万人次，营业收入达)###万元。“徐州是京沪—陇海交
结点上的枢纽城市，其对周边城市有着辐射效应，相信
这也会为这里新兴的主题游乐园带来丰富的客源。”雒永
信信心满满。

题图为云龙湖风光 来自百度


